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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空间认知看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

同义替换
＋

宁瑶瑶 王铭宇

提 要 普通话 中
＂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均可表
“

地面上
”

义 。 已有研究认为 只要 ０ 标物
“

可俯视
”

，

“

地上
”

或
“

地下
”

充 当参照物时便可 自 由 替换 ， 但这一结论解释力 不强 。 本文从 空 间认 知 角 度

进一步考察发现 ：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 同 义替换不仅受到
“

目 标物 的髙度
”

的影 响 ， 还受到
“

空

间关系 的类型
”

的 制约 ， 其根源在 于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自 身 的空 间方位参照类型 及所涉空 间关

系 的认知过程截然不 同 。

关键词 参照物 目 标物 空 间关系 方位参照 认知过程

一引 言

汉语 中表示空 间方位义
“

地面上
”

， 有时既可用
“

地上
”

也可用
“

地下
”

， 在普通话和一些

方言 中均如此 ＾
？
本文主要考察普通话 中 的情况 。 普通话 中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表示空间方位

义
“

地面上
”

时 ，

“

上
”

和
“

下
”

均读轻声 （ 《 现代汉语词典 》 第七版 ，

２ ０ １ ６ ） 。 在有些情况下 ，

两者可 自 由 替换 ， 如下例 （ １ ） 所示 气 但在下例 （ ２ ） 中 ，

“

地上
”
一般不能替换为

“

地下
”

。

（ １ ）ａ ． 地上 （ 地下 ） 有几个烟头 。

ｂ ． 地上 （ 地下 ） 的落叶一层一层厚起来 。

ｃ ． 酒杯掉在地上 （ 地下 ） 。

ｄ ． 地上 （ 地下 ） 坐着一个女人 。

ｅ ． 地上 （ 地下 ） 是错杂 的影子 。

＊ 本研究为 ２ ０ ２ １ 年度 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
“

中 西 交流背景下汉语 词汇学 的 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
”

（ ２ １ ＆ＺＤ ３ １ ０ ） 的阶段性成果 。 文章在修改过程中 ， 《 南开语言学刊 》 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 了宝贵的审稿意见 ， 张耘

鸣博士通读了全文 ， 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。 文 中倘有错谬 ， 概由作者负责 。

① 储泽祥 、 肖 任飞 （ ２ ０ １ ０ ） 考察 的 ４ ２ 个汉语方言点在表
“

地面上
”

义时 ， 有 １ ４ 个方言点既用
“

地上
”

． 也用
“

地

下
”

； 有 １ ５ 个方言点一般只用
“

地下
”

； 有 １ ３ 个方言点 只用
“

地上
”

或其他形式 。

② 倘无特别说明 ． 本文语料均来 自 ＢＣＣ 多领域语料库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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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２ ）ａ ． 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有路 。

ｂ ． 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的河横流 。

ｃ ．
一棵土豆蔓子还长在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。

ｄ ． 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放着一台双开 门大冰箱 。

ｅ ． 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尽是高大的衣柜 。

由 此可见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在实际使用 中 既交叉 又对立 。 对此现象 ，
已 往研究都是从

“

空间参照
”

角度进行解读 。

一般而言 ，

“

空 间参照
”

是空 间关系 的表达手段 ， 即某物体 Ａ 的

位置或方 向并不 由其 自 身确定 ， 而是 由 物体 Ａ 与 另一物体 Ｂ 的位置或方 向关系确定 ， 其 中 Ａ

是 目标物 （ ｌ ｏｃａｔ ｅｄｏｂ
ｊ
ｅ ｃ ｔ ） ，Ｂ 是参照物 （ ｒｅ ｆｅ ｒ ｅｎ ｃ ｅｏｂ

ｊ
ｅ ｃ ｔ ） （ 刘宁生 ，

１ ９ ９ ４ ） 。
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作为方位成分
？
进人句法结构时 ，

通常充 当参照物
？
以确定句 中 目标物的位置在

“

地面上
”

。

徐丹 （ ２ ０ ０ ８） 敏锐地观察到 ， 当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充当参照物时 ， 若 目标物有
“
一定高度

”

，

“

地上
”

就很难替换为
“

地下
”

， 如
“

地上 （

＊ 地下 ） 有个书柜
”

。 但
“
一定高度

”

具体如何量化 ， 徐文未

予 明确 。 储泽祥 、 肖 任飞 （ ２ ０ １ ０） 则表 明 ， 只要 目标物
“

可俯视
”

，

“

地下
”

与
“

地上
”

便可替换 。

？

以储文 的标准诚然可 以解释上例 （ ２ ｄ） （２ ｅ ） 只能用
“

地上
”

，
不能用

“

地下
”

的 问题
？

， 却不

能解释例 （ ２ ａ ）
＿

（ ２ ｃ ） 中 目 标物
“

路 、 河 、 土豆蔓子
”

即使都
“

可俯视
”

却 只能用
“

地上
”

不

能用
“

地下
”

的 问题 。 这说明 ，
以

“

目标物能否俯视
”

这一条件 ， 仍不足 以完全解决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

下
”

的替换问题 。 要知道 ，

“

地上 ／地下
”

充当参照物 的作用是确定其与 目标物的空 间关系 ， 故
“

空

间关系
”

也应纳人考察视域 ， 而这恰恰是以往研究所忽视之处 。 为此 ，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

础上 ， 进一步从空间认知 角度 ， 分析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时对
“

目 标物
”

和
“

空 间关系
”

的选择限制 ， 进而阐释两者 的替换条件和替换理据 。

二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 下
”

的替换条件

本文利用 ＢＣＣ 多领域语料库 （
１ ９ ４６
—

２ ０ １ ６ 年 ） 搜集检 出 （ 经人工核查 ）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进人句法结构 的语料近万条 ， 发现两者均可 出 现于五种基本句法结构 ：

“

有
”

字句 、

①一般认为 ，

“

地下
”

是方位 同 ，

“

地上
”

是方位短语 ， 本文暂不讨论
“

方位词
”

与
“

方位短语
”

有何差异 ，

而将
“

上
” “

下
”

均视为方位标记 。

②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还可直接作为描写对象出现在句法结构
“

地上 ／ 地下 ＋ 形容词
”

中 ， 如
“

地上 ／ 地下脏
” “

地

上 ／ 地下滑
”“

地上 ／ 地下湿
”

， 由 于该句法结构 中无 目标物 ，
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无需充当参照物 ， 故本文对这种情形

不予讨论 。

③ 储泽祥 、 肖任飞 （ ２ ０ １ ０ ） 认为
“

地下
”

与
“

天上
”

对举时 ，

“

地下
”

的 目标物
“

可仰视
”

， 如
“

天上有飞机 ，

地下有坦克大炮 ， 轮番俯冲轰炸
”

中 的 目标物
“

坦克大炮
”

。

④ 双开门冰箱的高度一般在 １ ８ ０
？

２ ０ ０ ｃｍ 之间 ，
衣柜的高度一般在 ２ ２ ０

￣

２ ４ ０ ｃｍ 之间 ， 《 中 国居民营养与

慢性病状况报告 （ ２ ０ ２ ０ ） 》 显示 中 国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１ ６ ９ ． ７ ｃｍ 和 １ ５ ８ ． ０ ｃｍ 。 因此 ， 目标物
“

双

开 门冰箱
”

和
“

衣柜
”

都高于人 ，
不能俯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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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”

字句 、

“

Ｖ 着
”

句 、 带
“

的
”

的偏正结构 、

“

Ｖ 在 ／ 到
”

句
？

， 如表 １ 所示
？

：

表 １
“

地上
”

与
＂

地下
＂

做参照物时所处的句法结构及类型频率

类型 基本句法结构 例子
类频 （ 次 ）

地上 地下

１ 地上 ／ 地下 ＋ 有 ＋
ＮＰ 地上有张纸 。 地下有张纸 。 ２ ３４ ８

２ 地上 ／ 地下 ＋ 是 ＋ ＮＰ 地上是一些碎瓷片 。 地下是残疾的爸爸 。 ３ ２ ５

３ 地上 ／ 地下 ＋ Ｖ 
＋ 着 ＋

ＮＰ 地上躺着一个女人 。 地下躺着一个老人 。 １ ８ ５ ９

４

ａ ？ 地上 ／ 地下 ＋ 的 ＋
ＮＰ 地上的书包 地下的石头 ４

，

３ ７ ６ １ ３

ｂ ． Ｖ＋ 在 ／ 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 ＋ 的 ＋Ｎ Ｐ

跪在地上的儿子 跪在地下的 医生
３ ３ ９ ４ ４

落到地上的烟灰 落到地下的毡帽

５ ＮＰ ＋ Ｖ ＋ 在 ／ 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
老人坐在地上 。 乞丐坐在地下 。

４
，
３ １ ３ ３５ ８

金币掉到地上 。 笔掉到地下 。

总计 ９
，

４ ７ ９ ４ ３ ７

由 表 １ 可见 ， 不论单个句法结构的类型频率 （ ｔｙ ｐ ｅｆｒｅ ｑ ｕ ｅ ｎ ｃｙ） ， 还是所有句法结构 的总类

型频率 ，

“

地上
”

均远远高于
“

地下
”？

。 换言之 ， 当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表示空间方位义
“

地面上
”

且在句法结构 中充 当参照物时 ， 主要使用
“

地上
”

， 而
“

地下
”

的使用极其受限 。 对此 ， 下文将

重点考察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时到底受到怎样的 限制 ， 进而 明确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替换条件 。

２ － １ 目标物的高度

本文利用 Ａ ｎ ｔｃ ｏ ｎ ｃ 软件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 ，
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的 目标物主要 由具体名词充

当
？

， 具空 间性 。 倘 以观察者 （ 即观察点 ） 的高度为测量基准
？

，
“

地上
”

的 目标物高度与
“

地

下
”

的 目 标物高度存在较大差异 。 就
“

地上
”

而言 ， 其绝大多数 目标物的高度低于观察者 ， 如例

（ ３ ａ ） ， 但少量可等于或高于观察者 ， 如例 （ ３ ｂ ） （３ ｃ ） ， 这说明
“

地上
”

的 目标物高度并没有

绝对限制 。

①
“

Ｖ 在 ／ 到
”

句除基本结构
“

ＮＰ 
＋ Ｖ＋ 在 ／ 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

”

外 ， 还有其他变式 ， 包括 ： 把 ＋Ｎ Ｐ 
＋

Ｖ 
＋ 在 ／

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 （ 如
“

把盆放在地上 ／地下
”

） 、 Ｎ Ｐ ＋ 被 ＋Ｖ ＋ 在 ／ 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 （ 如
“

衣服被丢在地上 ／ 地下
”

） 、

ＮＰ 
＋ 从 ／ 朝 ／ 向 ＋ ＮＬ 

＋Ｖ 
＋ 在 ／ 到 ＋ 地上 ／ 地下 （ 如

“

他从床上跳到地上 ／ 地下
”

） 、 Ｎ Ｐ ＋ 从 ＋ 地上 ／ 地下 ＋ Ｖ （ 
＋

到 ＋ ＮＬ ） （ 如
“
一道人影从地上 ／ 地下掠过

”

） ： 本文不考虑这些变式 。

② 本文仅 比较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之间 的类型频率有何差异 ， 不 比较两者各 肖 在不同结构中 的类型频率差异 。

③ 其他研究也指 出这一特点 ， 如储泽祥 、 肖任飞 （ ２ ０ １ ０  ） 考察发现 《骆驼祥子 》只用
“

地上
”

， 不用
“

地下
”

；

《 Ｒ鹿原 》使用
“

地上
”

４ ７ 例 ， 使用
“

地下
”

仅 ２ 例 ； 顾倩 （ ２ ０ １ ３  ） 考察王朔小说全集约 ３ ０ 万字的语料 ， 发现使用
＂

地

上
”

２ ２ ５ 例 ， 使用
“

地下
”

仅 ８ 例 ｅ

④
“

地上
”

的 目标物还可 由抽象名词充 当 ， 但都是拟人化了 的 ， 如
“

不要把大学生 的形象丢在地上
”

中 的

“

形象
”

。

⑤
“

观察点
＂

指预设的观察者的位置和 角度 （ 方经 民 ，
１ ９９ ９ 、 ２ ０ ０ ２

：４４ｈ 若观察者身处高于地面的某个

位置时 ，

“

观察点
”

的高度势必高于观察者身高 ， 但观察者一般都立于地面 ， 即
“

观察点
”

的高度与观察者身高重

合 。 因此 ， 为更直观地 比较 目 标物 的高度 ， 本文默认观察者立于地面 ，

“

观察点
”

的髙度就是观察者身高 ，

“

观察点
”

等 同于
“

观察者
”

 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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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３
）ａ ．

“

低于观察者
”

的 目标物 （ ４
，

３ ２ ６ 例 ） ： 路 、 草 、 花 、 血迹 、 影子 、 烟头 、 衣服 、 落叶 、

酒杯 、 剑 、 椅子 、 桌子 ； 战俘 （ 跪 ） 、 老人 （ 躺 ） 、 电线杆 （ 倒 ） 、 医生 （ 蹲 ） 、 战士 （ 趴 ） 、 女人

（ 坐 ） 等 。

ｂ ．

“

等于观察者
”

的 目 标物 （
１ ３ ２ 例 ） ： 士兵 （ 站 ） 、 女人 （ 立 ） 、母亲 （ 踩 ） 、 民军 （ 竖 ） 、

学生 （ 站立 ） 、 教练 （ 倒立 ） 等 。

ｃ ．
“

高于观察者
”

的 目标物 （
３ ５ 例 ） ： 树木 、 建筑物 、 衣柜 、 大炮 、 坦克 、 警车 ； 高压

电线杆 （ 竖 ） 、 飞机 （ 停 ） 、 竹竿 （ 插 ） 、 窗帘 （ 垂 ） 、 旗杆 （ 立 ） 、 帷幕 （ 垂 ） 等 。

（ ４ ）
“

低于观察者
”

的 目标物 （３ ９９ 例 ） ： 地板 、 血迹 、 木屑 、 烟头 、 硬 币 、 报纸 、 黄豆 、 外

套 、 酒瓶 、 茶杯 、 死尸 、 保险柜 、 木箱 、 桌子 ； 头发 （ 掉 ） 、 老汉 （ 躺 ） 、 送货员 （ 缩 ） 、 大汉 （ 倒 ） 、

使者 （ 跪 ） 、 青年 （ 爬 ） 、 骆驼 （ 伏 ） 、 篮球架 （ 栽 ） 、 大树 （ 横倒 ） 等 。

就
“

地下
”

而言 ， 其 目标物的高度均须低于观察者 ， 如上例 （ ４ ） 。 上文提到 ， 储泽祥 、 肖任

飞 （ ２ ０ １ ０ ） 认为
“

地下
”

单用时 ， 目标物须
“

可俯视
”

， 而与其他方位成分对举时 ， 目标物
“

可仰

视
”

， 但储文仅举出
“

地下
”

与
“

天上
”

这一对方位成分对举 的情况 ， 如
“

天上有飞机 ， 地下有坦

克大炮
” “

坦克大炮
”

可仰视 ） 。 而本文考察的近万条语料中 ，

“

地下
”

除与
“

天上
”

对举外 ，

与其他方位成分对举时 ， 其 目标物的高度均须低于观察者 ， 即 目标物
“

不可仰视
”

， 如下例 （
５ ）

—

（ ８ ） 中 的 目标物
“

米 、 黄豆 、 工人 （ 坐 ） 、 红拂 （ 跪 ） 、 儿子 （ 睡 ）

”

。 本文认为
“

地下
”

与
“

天上
”

对举时 ，

“

地下
”

表示 的只是范 围义 ， 而非空间方位义 。 所以说 ， 无论
“

地下
”

单用还是与其他

方位成分对举 ， 其 目标物 的髙度都要低于观察者才行 。

（ ５ ） 撒在车上和地下的米 、 黄豆 。

（ ６ ） 坑上 、 地下坐着七八个工人 。

（ ７ ） 胡老夫人坐在太师椅上 ， 而红拂却跪在地下 ， 别人看 了觉得不公平 。

（ ８ ） 他和老伴睡在床上 ， 两个儿子只好打地铺睡在地下 。

２ ． ２ 空 间关系 的类型

储泽祥 （
１ ９ ９ ７ ：２ ４ １

—

２ ４ ４
、

２ ０ ０ ４ ） 根据 目 标物和参照物的接触程度 ， 把空间关系分为接触

性 、 容人性和离析性三种类型 ， 如下所示 ：

一是
“

接触性关系
”

指参照物起承置作用 ， 根据参照物对 目 标物是否提供支撑力 ， 进一步

分为
“

附着
”

和
“

被承载
”

两类 。

“

附着
”

指参照物对 目标物不提供支撑力 ， 如
“

头上娜物有一

道伤疤＿＿

”

，
见下 图 １ ；

“

被承载
”

指参照物对 目标物提供支撑力 ， 如
“

桌上 堆放着各种报

刊杂志 ， 见下 图 ２ 。

二是
“

容人性关系
”

指参照物起包容作用 ， 目标物被包容在参照物 内部 。 本文根据 目标物

容人参照物的程度 ， 将其进一步分为
“

内嵌
”

和
“

内含
”

两类 。

“

内嵌
”

指 目 标物部分容人参照

物 内部 ， 如
“

瓶里糊物插着
一根吸管 日 标物

”

， 见下 图 ３
 ；

“

内含
”

指 目标物完全容人参照物 内部 ，

如
“

壷星＾照物泡着蓋 目 标物

”

， 见下 图 ４ 。

三是
“

离析性关系
”

指参照物起指示作用 ， 目 标物处在参照物 以 外 的某个空 间 ， 如
“

生

上 飞过一群大雁 Ｓｆｅ ｆｅＵ

”

， 见下图 ５ 。

？１ ６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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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表述方便 ， 上 丨
？

丨
１ 

一

４ 的 四种空间关系分 别 简作
“

附着关系
” “

被承载关系
” “

内 嵌关系
” “

内

含关系＇

本 文 的语料 中 ， 目 标物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的空 间关 系涉及
“

附着关系 、 被 承载关 系 、 内嵌关

系 和 内 含关系
”

四种 ， 与
“

离析性关系
”

无涉 ， 如下例 （ ９ ）
一

（１ ２ ） 所示 ：

（ ９ ） ａ ． 地上 ／ 地下 矣＿的血迹 ｈ 标物 。 （ 附着关系 ）

ｂ ． 地上 ／ 地下 签照物画着圆 圈 ｆ 丨 祝物 。 （ 附着关系 ）

（ １ ０ ） ａ ．
—个农 民模样 的人 ■

跪在地上 ／ 地下 ＠＿ 。 （ 被承载关系 ）

ｂ ． 她的快子 ０＿掉在地上 ／ 地 卜 ＿物 。 （ 被承载关系 ）

（ １ １ ） ａ ． 旗杆
ｉ ｉ＿插在地上 ／ 地下 糾＿ 。 （ 内 嵌关系 ）

ｂ ． 钉在地上 ／ 地下 ＊＿的 系马粧 不见了 （ 内嵌关系 ）

（ １ ２ ） ａ ． 地上 ／ 地下 敎＿有好几个洞眼 丨 丨 祝物 。 （ 内 含关系 ）

ｂ ． 地上 ／ 地下 有个地缝 儿 她也要钻进去 。 （ 内 含关系 ）

但
“

地上
”

所涉及 的
“

内嵌关系
”

和
“

内 含关 系
”

还包括诸如下例 （ １ ３ ） （ Ｉ ４ ） 中 的情况 ，
而

“

地

则无涉 。

（ １ ３ ） ａ ． 地上 有草 都擦着地皮长着 ， 叶子很大 。 （ 内 嵌 关系 ）

ｂ ． 地上健 丨 物种着蔬菜 丨 丨 物 （ 内嵌 关 系 ）

（ １ ４） ａ ． 地上綱 丨物流淌着
一 ＊条掠红色的小溪 物 （ 内 含关系 ）

ｂ ． 凌云飞摸 出一个火折子 ，
晃燃 了 ， 照着地 的路

ｌ ｆ＿ 。 （ 内 含 关系 ）

我 们 发现 ， 例 （ １ ３ ） 中 的 目 标物
“

草
” “

蔬菜
”

与
“

地 ｔ
”

形成的
“

内 嵌关 系
＂

， 例 （ １ ４ ） 中

的 目 标物
“

小溪
” “

路
”

与
“

地上
”

形 成 的
“

内 含关 系
”

都具有恒常性 ， 无须依赖动作 ， 即 便有

的语境 中 涉及动作 ， 但这些动作也仅起凸 显 而非决定其空间关 系 的作用 ， 如例 Ｕ ３ ｂ ） 中
“

蔬菜
”

和
“

地上
”

的
“

内嵌关系
”

通过动词
“

种
”

得 以 凸 显 ， 但若不用动词
“

种
”

，

“

蔬菜
”

和
“

地上
”

的
“

内

嵌关 系
”

也是 明 确 的 根据 空 间关系 是否依赖动 作 ， 方经 民 （２ ０ ０ ２
：８ ２
＿

８ ４ ） 把不依赖动作 的

称 为
“

绝 对空 间关系
”

， 体现恒常性 ； 依赖动作 的称为
“

相对空间关系
”

， 体现临时性 试 比较
“

生

上 长着头 发
”

与
“

胸 口 上＿ 物 ，

插着一把 刀
丨＿

”

， 两 句 中 目 标物 与参照物 的空 间关系都

是
“

内 嵌关系
”

， 但前者
“

头 上
”

与
“

头发
”

的
“

内 嵌关 系
”

是恒常 的 ， 无须依赖动作 ， 语境 中 的

动作
“

长
”

仅是为 了强化这一
“

内嵌关系
”

， 属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； 后者
“

刀
”

与
“

胸 口 上
”

的
“

内

嵌关系
”

是 由 动作
“

插
”

临时产生 的 ， 属
“

相对空 间 关系
”

因此 ， 例 （ １ ３ ） 中 目 标物
“

草
” “

蔬菜
”

与
“

地上
”

的 空间关 系 属
“

绝对 内嵌关系
”

， 例 （ １ ４ ） 中
“

小溪
” “

路
”

与
“

地上
”

的空 间 关 系属
“

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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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内含关系
”

。

而例 （ １ １） （１ ２） 中 目标物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形成 的
“

内嵌关系
”

和
“

内含关系
”

都须依赖

某种 临时动作 ， 具有可变性 ， 均属
“

相对空 间关系
”

。 如例 （ １ １ ａ ） 中 目 标物
“

旗杆
”

与
“

地上 ／

地下
”

的
“

内嵌关系
”

依赖动作
“

插
”

， 除
“

插
”

外 ， 还可根据语境换成
“

放 、 堆 、 扔 、 倒 、 丢
”

等

其他动词 。 当换成
“

放 、 堆 、 扔 、 倒 、 丢
”

时 ，

“

旗杆
”

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的空 间关系就变成 了
“

被

承载关系
”

而非
“

内嵌关系
”

。 同理 ， 上例 （ ９ ） （ １ ０ ） 中 目 标物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形成 的
“

附着

关系
”

和
“

被承载关系
”

也都须依赖某种临时动作 ， 具有可变性 ，
也属

“

相对空间关系
”

。 因此 ，

目 标物与
“

地上
”

形成的空间关系包括
“

相对
”

和
“

绝对
”

两种 ，
Ｂ 卩

“

相对附着关系
” “

相对被

承载关系
” “

相对 内嵌关系
” “

相对 内含关系
”

和
“

绝对 内嵌关系
”“

绝对内含关系
”

； 目标物

与
“

地下
”

形成的空间关系仅含
“

相对
”

， 即
“

相对附着关系
” “

相对被承载关系
” “

相对 内嵌

关系
”“

相对 内含关系
”

。

由是观之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时 ， 对
“

目标物的高度
”

及
“

空间关系 的类型
”

的选

择限制上存在较大差异 ， 如表 ２ 所示 ：

表 ２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时的选择限制

标物的高度 空间关系的类型

低于

观察者

等于

观察者

高于

观察者

接触性关系 容人性关系

离析性关系附着 被承载 内 嵌 内含

相对 相对 绝对 相对 绝对

地上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 ＋

地下 ＋
—

＋ ＋ ＋
－

＋
－ －

可见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使用既受到
“

目标物的高度
”

的影 响 ， 又受到
“

空 间关系 的类

型
”

的制约 。 这便可解释 ， 如本文例 （
２ ａ）

—

（２ ｃ） 中尽管有些 目标物都低于观察者 （ 可俯视 ） ，

却仍不能用
“

地下
”

的 问题 ， 因 为这些 目 标物与
“

地
”

形成的是
“

绝对 内嵌关系
”

或
“

绝对 内含

关系
”

， 而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只能用
“

地上
”

， 不能用
“

地下
”

。 综上所述 ， 本文认为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表
“

地面上
”

义且做参照物时 ， 如果 目 标物的高度低于观察者且 目标物与
“

地
”

形成
“

相对空 间

关系
”

（ 依赖临时动作 ）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便可 以 自 由替换 。

三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替换理据

上文已 明确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做参照物的替换条件涉及
“

目标物的高度
”

和
“

空间关系 的

类型
”

。 就
“

目标物的高度
”

来说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不受限 ，

“

地下
”

受限 ， 这说明尽管两者都表示空间

方位义
“

地面上
”

， 但其 自 身所涉及的空间 区域一定存在差异 ， 故需进一步考察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自 身的空间方位参照类型 。 就
“

空间关系 的类型
”

来说 ，

“

地上
”

包含
“

绝对
”

和
“

相对
”

两种 ，

“

地

下
”

仅含
“

相对
”

。 空 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关系 （ 方经 民 ，
２ ０ ０ ２ ：７ ０ ） ， 故需进一步考察

“

绝

对空 间关系
”

和
“

相对空 间关系
”

的认知过程 。 下文就从这两个方面探究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

？１ ７ ０ ？ 南开语言学刊



替换理据 ，

３ ． １ 空间方位参照类型
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作为方位成分 ， 除在句法结构 中 作为参照物 以确定 目 标物位于
“

地面上
”

外 ，

其 自 身还涉及
“

空 间方位参照
”

。 方经 民 （ １ ９ ８ ７
、

１ ９ ９ ９） 指 出
“

空 间 方位参照
”

是 观察者 利用

方 向参照物 、 位置参照物共 同确定一个
“

方位域
”

， 根据是否具有位置参照物 ， 分为
“

方 向 参照
”

和
“

位置参照
”

两种类型 ： ＞
“

方向 参照
”

仅含方 向参照物 ， 如
“

往东
”

， 其方向参照物是
“

日 出 的

方 向
”

， 确定 的方位域是
“

往东 的 区域
”

；

“

位置参照
”

除含方 向 参照物之外 ， 还 含位置参照物 ，

如
“

汽车前面
”

， 其位置参照物是
“

汽车
”

， 因
“

汽车
”

自 身具有前后方向 ， 故方向 参照物也是
“

汽

车
”

， 确定 的方位域是
“

汽车车头前面的 区域
”

。

“

地 上 ／ 地下
”

表示的方位域
“

地 面上
”

， 既指
“

地 面朝 上
”

的方 向 也指
“

位于地面
”

这…

位置 ， 故既含方向 参照物 ， 也含位置参照物 ， 属于
“

位置参照
”

类型 。 其中 ，
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 下
”

的位置参照物都是
“

地
”

， 凸显
一个二维平面 的位置区域

“

地面
”

， 但两者的方 向 参照物不 同 。

就
“

地面
”

自 身而言 ， 具有
“

上 ／ 下
”

的方 向 特征 ， 故
“

地上
”

的位置参照物
“

地
”

兼作方 向 参照物 ，

形成方位域
“

地面上
”

， 如 图 ６ 所示 ３

“

地下
”

的方 向参照物不能再是位置参照物
＂

地
”

， 若
“

地下
”

的方向参照物也是
“

地
”

，

“

地下
”

确定 的方位域便是
“

地 面之下
”

， 而非
“

地 面上
”

， 故
“

地下
”

的方 向参照物 只能是语境 中 的
“

观察者
”

。 此时 ，

“

下
”

表示 的方 向是位于
“

观察者
”

之下 的空

间 ， 与位置参照物
“

地
”

构成的方位域是位于
“

观察者
”

和
“

地
”

之间 的 区域 ， 是受到
“

观察者
”

高度限制 的
“

地面上
”

， 如 图 ７ 所示 ， 而
“

地上
”

的方位域
“

地面上
”

则不受这种髙度的限制 。

Ｌ ｅ ｖ ｉ ｎ ｓ ｏ ｎ（１ ９ ９ ６ ：１ ３ ８
—

１ ４ ７ ） 根据 方 向参照物 与观察者 的关系 、 将 以 位置参照物 固 有的

方位特征做方 向 参照物称为
“

同有参照
”

（ ｉ ｎ ｔ ｒ ｉ ｎ ｓ ｉ ｃｆｒａｍ ｅｏ ｆｒ ｅ 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 ）
，
以 观察者 自 身做 方 向

参照物称 为
“

相 对参照
”

（ 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ｖ ｅｆｒ ａｍ ｅｏ ｆｒ ｅ ｆｅ ｒｅ ｎ ｃ ｅ ）
： 基于此 ，

“

地 上
”

是位置参照物兼做

方 向 参照物 ， 属
“

同有参照
”

；

“

地 下
”

的方向参照物 由
“

观察者
”

充 当 ， 属
“

相 对参照
”

。 由 于

方位域里的 目 标物高度 不能超过参照物支配的辖域 （ ｌ ａ ｎ ｇａ ｃ ｋ ｅ ｒ
，１ ９ ９ ３ ）

， 因此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 Ｔ
”

①Ｌｅｖ ｉ ｎ ｓｏｎ （ １ ９９６ ：１ ３ ８
—

１ ４ ７ ） 将空间表达的语言参照框架 （ ｌ ｉｎ
ｇｕ

ｉ ｓ ｔ ｉ ｃｆｒａｍｅ ｓｏ ｆ  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  ） 分为 三类 ：
ａ ．

间 有 参照 （ ｉ ｎ ｔ ｒ ｉ ｎ ｓ ｉ ｃｆｒａｍ ｅｏ ｆ  ｒｅ ｆｅ ｒ ｅ ｎ ｃｅ ）
， 即 以位置参照物 固有的方位特征 为方 向参照点定 向 ， 如

“

Ｈ ｅ ｉ ｓ ｉ ｎｆｒｏ ｎ ｔｏ ｆ

ｔ ｈ ｅｈｏ ｕ ｓ ｅ ．

”

（ 他在房前 ）
，

‘ ＊

房
”

ｆｔ 身具有前后方位 ；
ｂ ？ 相对参照 （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ｖ ｅｆｒａｍｅｏ ｆ ｒｅ ｆｅ ｒｅｎ ｃｅ ）

， 即 以 观察者 身

为方向 参照点定 向 ， 如
“

Ｈ ｅ ｉ ｓ ｌｅｆｔｏ ｆ  ｔ ｈｅｈｏｕ ｓ ｅ ．

”

（ 他在房子左边 ） ，
以观察者 卩 身的左右方 向定方位 ；

ｃ ． 绝对参

照 （ ａｂ ｓｏ ｌ ｕｔｅｆｒａｍｅｏ ｆ  ｒｅ ｆｅ ｒｅｎｃｅ  ） ， 即 以
“

东南西北
”

为方向参照点定 向 ， 如
“

Ｈｅ ｉ ｓｓｏ ｕ ｔｈｏ ｆ ｔｈｅｈｏｕｓｅ ．

”

（ 他在房子

南面 ） 。

２ ０ ２ ２ 年第 ２ 期
？ １ ７ １？



方位参照类型的差异直接导致两者做参照物时 ， 对 目标物的高度限制有所不同 。 具体而言 ， 由

于
“

地下
”

确定的方位域受观察者影响 ， 故而 目 标物 的高度必须低于观察者 ， 而
“

地上
”

确定 的

方位域不受观察者影响 ， 故而 目标物的高度不受限制 ， 既可低于观察者 ，
也可等于或高于观察者 。

３ ．２ 空间关系 的认知过程

方经 民 （ ２ ０ ０ ２ ：７ ０
—

７ １） 指 出
“

相对空 间关系
”

反映在认知过程 中 ， 是人们根据语境临 时

编织一幅空 间认知 图式 ， 选用的方位成分是临时的 、 可变的 。 如
“

书
”

和
“

桌子
”

是
“

相对空 间

关系
”

， 若以
“

桌子
”

做参照物来确定 目 标物
“

书
”

的位置 ，

“

桌子
”

的方位成分可 以有多种选择 ，

可 以是
“

上 、 下 、 里边 、 前面 、 后面 、 左边 、 右边 、 外边 、 旁边 、 中 间
”

等 ， 说成
“

桌子上 的书
” “

桌

子下 的书
” “

桌子里边 的书
”“

桌子前面的书
”

等 。 而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反映在认知过程中 ， 是

人们在记忆里唤起一幅早 已形成 的 固定 的空间认知 图式 ， 选用 的方位成分是确定的 、 不变的 。

如
“

嘴
”

和
“

鼻子
”

是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， 若以
“

鼻子
”

做参照物 ， 确定 目标物
“

嘴
”

的位置 ，

“

鼻子
”

只有方位成分
“

下
”
一种选择 ，

所 以 只能说
“

嘴在鼻子下
”“

鼻子下是嘴
” “

鼻子下 的嘴
”

。

由上文 已知 ， 目标物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形成的
“

相对空间关系
”

， 包括
“

相对附着关系
” “

相

对被承载关系
” “

相对 内嵌关系
”“

相对内含关系
”

， 分别如
“

地上 ／ 地下 的血迹
” “

筷子掉在

地上 ／ 地下
” “

旗杆插在地上 ／ 地下
”“

地上 ／ 地下有个洞 眼
”

， 反映在认知过程 中均须临 时编

织一幅
“

血迹
”“

筷子
” “

旗杆
” “

洞 眼
”

位于地面上 的空 间认知 图式 。 由 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均

可表示
“

地面上
”

， 因此 ， 若 以
“

地
”

为参照物 ， 方位成分既可用
“

上
”

，
也可用

“

下
”

，
只不过

“

地

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各 自 编织的空间认知 图式不 同 ， 前者无须引 人观察者 ， 而后者一定需要 。

目标物与
“

地上
”

形成的
“

绝对空间关系
”

， 包括
“

绝对 内嵌关系
”

和
“

绝对 内含关系
”

两种 ，

分别如
“

地上长着菖兰花 、 鸢尾花 、 水仙花
”

和
“

地上流淌着一条棕红色的小溪
”

。 目标物
“

花
”

的根部在地面之卫 ， 根部 以上的部分才在地面上 ； 目 标物
“

小溪
”

是
“

地
”

的
一部分 ， 大部分是

处于地面之工的 ， 小部分在地面上 。 由 于人们看到 的都是地面上 的事物 ， 因此记忆中 的
“

花
” “

小

溪
”

与
“

地
”

的空 间关系认知 图式总是
“

花
”

和
“

小溪
”

在上 ，

“

地
”

在下 。 也就是说 ， 以
“

地
”

为参照物 ， 确定 目标物
“

花
”

与
“

小溪
”

的位置 ， 只有
“

上
”

这一种方位成分选择 ， 说成
“

地上长

着菖兰花 、 鸢尾花 、 水仙花
”

和
“

地上流淌着一条棕红色的小溪
”

。 尽管
“

地下
”

也可表示
“

地

面上
”

义 ， 但
“

地下
”

须引 人观察者 ， 重新去编织一幅
“

地下长着菖兰花 、 鸢尾花 、 水仙花
”

和
“

地

下流淌着一条棕红色的小溪
”

的空 间认知 图式 ， 这不符合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直接提取记忆 中 固

有空 间认知 图式的认知过程 ， 故 目标物与
“

地
”

形成
“

绝对空间关系
”

时 ， 只能使用
“

地上
”

。

四 结论

本文认为普通话中表
“

地面上
”

义 的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在句法结构 中做参照物时 ， 若 目标

物的高度低于观察者且 目标物与
“

地上 ／ 地下
”

形成
“

相对空间关系
”

， 两者便可 以 自 由 替换 。

其替换理据关涉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空 间方位参照类型及所涉空间关系 的认知过程 。

一方面 ，

“

地上
”

属
“

固有参照
”

， 即位置参照物
“

地
”

兼做方向参照物 ， 其 目标物高度不受限制 ；

“

地下
”

属
“

相对参照
”

， 即位置参照物为
“

地
”

， 方向参照物为
“

观察者
”

， 其 目 标物高度须低于观察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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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 ， 目标物与
“

地上
”

形成的空间关系包括
“

绝对
”

和
“

相对
”

两种 ，

“

地下
”

仅涉及
“

相对
”

。

由 于
“

绝对空 间关系
”

具有恒常性 ， 不受观察者 的影 响 ， 其认知过程是在记忆里唤起一幅早 已

形成的 固定的空 间认知 图式 ， 无须根据场景重新编织一幅空 间认知 图式 ， 反映在方位成分的选

择上是唯一的 ；
而

“

相对空 间关系
”

具有临时性 ， 可能受到观察者 的影响 ， 其认知过程是根据语

境临时编织一幅空间认知 图式 ， 反映在方位成分的选择上是可变 的 。 因此 ， 若 目标物与方位域
“

地面上
”

形成
“

绝对空间关系
”

时 ， 只能使用不受观察者影响 的
“

地上
”

； 若形成
“

相对空间关系
”

时 ， 既可使用
“

地上
”

， 也可使用
“

地下
”

。

此外 ， 由 于
“

地上
”

的方位参照类型及所涉空 间关系 的认知过程比
“

地下
”

都更简单 、 经济 ，

即
“

地上
”

的位置参照物
“

地
”

兼做方 向参照物 ， 而
“

地下
”

的位置参照物虽然也是
“

地
”

， 但其

方向参照物须另外引人一个观察点充 当 ， 因此在实际使用 中 ， 以
“

地上
”

为主 。 换言之 ， 普通话

表示
“

地面上
”

义时 ，

“

地上
”

是无标记项 ，

“

地下
”

是有标记项 。 本文 的分析不仅为
“

地上
”

与
“

地下
”

的 同义辨析提供了合理依据 ， 还从同 义方位结构 的角 度 ， 为汉语空 间方位参照 以
“

固

有参照
”

为主的倾 向
？
提供了 另 一个有力 的证据 ： 若物体 自 身有方 向特征 ，

可直接 以物体的方

向定 向 ； 若物体无方向特征 ， 须引 人观察者 ， 按观察者的方向 定 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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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方经 民 （ １ ９ ８ ７
、 １ ９ ９ ９ 、 ２ ０ ０ ２

：５ ６
—

５ ７ ） 指 出 汉语
“

左
” “

右
”

用 于方 位参照时 ， 若位置 参照点 有朝 向 ，

８ ０％ 以上 的人取客视 （ 固定参照 ） 确定方位 ， 即将观察者之外的位置参照物按其朝 向 人格化 ， 赋予它本身一个左

与 右 ， 只有 ２ ０％ 的人倾 向 引 人观察点取主视 （ 相对参照 ） 确定方位 。 郭锐 （ ２ ０ ０ ４  ） 也指 出汉语
“

左
” “

右
”

用于

方位参照时 ， 参照物的 固有方位特征越明 说话人越容易采取原 向策略 （ 固有参照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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